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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叫大局？

为什么必须顾全大局？

大局就是国家和人民的 根 本 利 益、 长远利

益。凡是妨碍、破坏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、长远

利益的事，都不 应 该 去 做。一个地方、 一个行

业、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、眼前利益同国家和人

民的全局利益、长远利益，总的说来是一致的，

但有时也不一致，甚至有矛盾和对立。这就要求

我们无论办什么事，一定要 左顾 右 盼、前思后

虑、反复斟酌，把眼光放远去，使局部的、眼前

的利益，服从全局的、长远的利益。这样，我们

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，国家才会稳定发展。那种

“且不管它，干了再说”的论调和作法，只会给

我们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，这是近几年尽人皆

知的事了。可不可以提出这样的原则，以作为人

们着手办事的参考呢？

——对局部有利，对全局也有利的事，坚决

去办；

——对局部有利，对全局有害的事，坚决不

办；

——对局部无利甚至暂时有害，但对全局大

有利的事，放弃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；

——对局部有利，对全局无害的事，可以办。

每一个中国公民，每一个担负一定领导职务

的同志，你要振兴中华吗？一件大事就是：正确

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。

大局就是改革。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

及科学的、教育的体制改革，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

运的大事。可以说，中华兴衰，在此一举。这一点，

甚至连外国人都感受到了，中国当前的改革成为全世

界关注的大事。当前顾大局，就要支持改革，推行改

革；就要不做妨碍改革的事，不干损害改革的事，更

要抵制、反对破坏改革的事。
有人说，“大局，那是中央的事。我 们 只 管局

部。”此言差矣。大局是由局部构成的，大局统率局

部，局部中包含大局。不是有句古话说“一着失误，

满盘皆输”么，一着是局部，有时局部失误也影响全

局。每一个地方、行业、单位乃至每个人，都是一个

局部，它的作为都对全局有影响，只不过影响有大有

小，有好有坏就是了。所以，我们提倡不论在什么岗

位上工作的同志， 特别是那些承担一部分领导工作的

同志，办事都应当“胸怀全局”，都应当“立足本地

（本行），面向全国”，才 有利于推动中国已经出现

的好势头继续向前发展。

（摘自《 瞭望》 周刊1985年47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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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物质消耗的比重

在企业内部，主要地还是抓好两个问题：提高质

量，降低消耗，这样效益就来了。在国外，工业产品

成本中活劳动消耗一般占40～50% ，但他们的物化劳

动消耗比较低。我们原材料价格低，工资也低，但成

本不比人家低，问题在于管理 落后，技术落后。从全

国讲，如果每年降低消耗 1 % ，就是30亿元，降低10 %

就是300亿元，这是个不小的数字。目前，我们完全靠

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行，只有降低物质消耗才能带来

真正的效益。要让工人懂得，降 低消耗越多，工资的

提高就越大。如果物质消耗在现在的成本中降到70%
以下，活劳动提高到30% 以上，我国工业的面貌就会

有很大变化。

（摘自《 经济管理》 1985年第1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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